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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近 汝 瓷 大 师 感 受 艺 术 之 美 ”系 列 报 道

在汝瓷艺术道路上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难关的陈冰，不仅思想越来越成

熟，艺术审美眼界也越来越开阔。

她在传承汝瓷传统烧制技艺基础

上独创的鳝鱼黄釉，让同行和很多顾

客顿觉耳目一新。而让过去只能由皇

家享用的高端产品，走进寻常百姓家，

一直是陈冰努力的一个方向。

基于这样的研发思路，陈冰顺应

市场需求，在汝瓷茶具、餐具等实用器

上投入了更多的心血，平均每年都要

推出 5种左右的实用器型。

她设计的汝瓷作品近年来在全国

各类陶瓷展览、比赛中屡屡获奖。

2007年，天地汝瓷公司烧制的 100

尊汝瓷塑像和 100套仿宋代玉壶春瓶，

被作为珍品赠予贵宾。2008年，中央电

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栏目组，

来到天地汝瓷公司模拟拍摄宋代柴烧窑的整个烧制过

程。2009年 9月，作品福寿石、双耳塔在“闽龙杯”全国陶

瓷原创设计电视大赛中部（汝州）赛区获得一等奖；同年

11月，汝瓷作品双耳塔与梅瓶、孙子兵法、来福石分别获

得河南省艺术陶瓷作品珍品奖与精品奖。2010年 1月，

汝瓷作品和瓶获得上海世博会礼品三等奖，同年 9月又

获首届中国历史名瓷烧制技艺大赛铜奖；同年 9月，作品

圈足碟与手提袋、老翁、旋耳花王、梅瓶、牡丹分别在首届

中国（国际）汝瓷文化节汝官瓷仿复制品与汝瓷精品评选

中获评珍品，并被汝瓷博物馆收藏。2015年 8月，作品麒

麟在河南省陶瓷手工成型职业技能竞赛中获优秀奖。

2016年 6月，天地汝瓷展厅被汝州市旅游局特定为旅游

购物推荐商店；同年 7月，天地汝瓷公

司被阿里巴巴授予全网诚信通“见证”

企业；同年 11月，作品陶罐在河南省陶

瓷烧制技艺职业技能竞赛中获银奖；同

年 11月，作品古韵淑女在第二届中国

五大名窑及历史名瓷竞赛中获铜奖；同年 12月，作品寿

山石在中原之星陶瓷设计艺术创新大赛中获专业组银

奖。2017年 1月，作品古韵淑女被鹤壁市博物馆收藏；同

年 9月，作品寿山石在中国历史名窑名品展暨当代陶瓷

名匠作品交流展中获铜奖。

截至目前，天地汝瓷公司共有 28个作品获得国家

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外观专利证书。

2018 年 3 月，陈冰被授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称

号。2019年 1月，陈冰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举办的“致

敬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原陶瓷先进单位、先进人

物评选”活动中，被评为中原陶瓷名匠。2020年 6月，

陈冰被河南省工艺美术协会授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

师称号。

“作为一名汝瓷艺人，我深知汝瓷烧制过程的艰辛，

所以每次烧窑我都会坚守在窑炉旁，经常到深夜两三

点，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着。”在 57岁的陈冰看来，窑炉就

是汝瓷艺人永远坚守的地方。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陈冰：20多年坚守后的炉火纯青

经历下岗 逼着她接触到了汝瓷

1987年，24岁的陈冰通过招工进入当时的临汝县

造纸厂总厂上班。1988年厂子更名为汝州市造纸总厂，

陈冰先后在机修车间、水汽车间做管理人员。那时候，厂

子效益还算不错，是汝州市的骨干企业，“荷花牌”卫生

纸畅销国内市场。

然而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调整和企业改制，1997

年陈冰从厂里下岗。1998年，不甘于现状的她应聘到新

嘉诚汝瓷有限公司做雕刻工。有着绘画基础的陈冰技艺

提升很快，先后做彩陶、汝瓷的雕刻工艺，并成为其中的

佼佼者，提升为雕刻车间主任，“新嘉诚是我市第一家民

营汝瓷厂，当时厂里让我负责培训刚进厂的雕刻工，前

后为厂里培训了 200多名雕刻工，这些雕刻工不仅成为

厂里的技术骨干，而且一部分后来从厂里出来后应聘到

其他汝瓷厂成为骨干，还有的自己创办汝瓷厂。”

高薪挖走后 艺术道路历尽坎坷

做一个有温度的汝瓷人，是邢俊杰在 20多年从事汝瓷设计、

研发、烧制过程中悟出的一个道理，一件完美的汝瓷作品有数十

道工序，它的每道工序都凝聚了数位汝瓷匠人的心血。而“汝意

堂”，就是按照这种思路，来发展壮大自己的陶瓷事业。

邢俊杰说，要做好一件汝瓷，并非是很容易的事情，首先技术

团队要过硬，其次器型设计上要新颖实用，最后市场要开阔，能吸

引人们去消费。邢俊杰说，“汝意堂”的发展靠的是团队的力量，每

件汝瓷作品都是众多汝瓷专家共同的智慧结晶。目前，“汝意堂”

的首席配釉大师是汝瓷复烧第一人郭遂的传承人郭广现，首席拉

坯大师是有 20多年拉坯经验的王自飞，还有试釉烧制大师张军

峰和质检总监郭松环，都是经验丰富的资深从业者，而汝瓷造型

设计制作都由邢俊杰亲自来完成。

谈及“汝意堂”的未来发展时，邢俊杰说，传承汝瓷烧制技艺

的工匠们在造型设计、配釉等各种工艺环节中，创造性地将自己

对美的追求和设计信念以及对艺术的感悟注入其中，从而丰富了

汝瓷的艺术形式，使得汝瓷在造型艺术、釉色窑变等诸方面不断

有新的创新和突破。未来“汝意堂”要打造一支传承汝瓷工艺精

髓，培育新时代工匠精神专业的技术团队，还要拥有强大的产品

创新及研发实力。

在邢俊杰看来，作为原产地汝瓷人，传承是根，创新是魂。“今

后汝瓷的发展既要传承当初的工艺，也要结合当今时代不断进行

创新，只有将传承与创新相结合，保证每一件汝瓷做成精品，才能

把祖国的汝瓷艺术瑰宝发扬光大，越来越好。”

如今，“汝意堂”不仅打造了一系列的仿古艺术品，还开发了

现代汝瓷茶具、个人品茗杯、汝瓷办公用品及绿色汝瓷餐具等系

列产品。同时，“汝意堂”也驶入了线上线下齐头并进的发展快车

道，线上开办了“汝意堂”天猫旗舰店，“汝意堂”汝瓷工厂店，线下

又在中国汝瓷小镇建起了新厂，在向阳路西段新建了“汝意堂”汝

瓷体验店。

“汝瓷制作是一门综合艺术，它的精美

可以说是无字的诗、立体的画、流畅的旋律

……”面对“汝意堂”的未来发展，邢俊杰信

心满满。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2004年，成立不久的民营汝瓷生产企业汝州市天

地汝瓷有限公司慧眼识才，将陈冰高薪聘到公司做技术

总监，负责彩陶和汝瓷的研发、设计、生产工作。

天地汝瓷公司当时在汝州市区西关南拐的原汝州

市肉联厂院内，拥有 300余名技术工人。虽然在原先的

汝瓷公司已经做了 6年的骨干技术人员，但真正让她一

个人负责汝瓷的整个烧制工艺，对她来说还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

“第一窑烧下来，100多件汝瓷因为火烧得过了，釉

子从很多产品上流了下来，把汝瓷都粘到底座上了，取

都取不掉，只好把它们打烂清理走。”陈冰对第一次主持

烧窑的情形记忆犹新。

陈冰说，汝瓷在烧制过程要经历两次窑变，前期为

氧化火，后期为还原火，虽然现在有了相关的仪器辅助，

但烧窑师傅的经验仍然至关重要，对于两次窑变的温度

和时间点要精细掌握。

“当时压力很大，一方面需要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

难关，除了烧制中的火候掌握外，由于当时缺乏先进的

化验技术，每次购进的汝瓷胎料和釉料，都要通过反复

烧制试片来确定最终的配料比。全厂 300多号人的身家

性命都系在我身上，我不能有半点的马虎呀！”陈冰回忆

说。那时，汝瓷厂正处于发展的困难时期，作为企业的主

要负责人，她曾经带头半年没领一分钱工资。

有一次，她正在厂里设计新器型，夏天的天气突变，

很快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想到还被锁在家里的 10岁的

儿子，她急忙骑上自行车就往西关的家里跑。刚走出厂

子，狂风暴雨劈面而来，走到洗耳南路，她不慎摔倒在雨

水中，等她浑身泥水赶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儿子一个人

躲在墙角吓得直哭。那一刻，事业心很重的她也禁不住

热泪盈眶，“做女人难，创业的女人更难！”

历尽寒彻骨 佳作竞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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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汝而生，意犹未尽。”这句话就是河南弘汝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邢俊杰取名“汝意堂”汝瓷的

由来。6月 19日，记者驱车来到汝瓷小镇，采访了邢俊杰。

邢俊杰，1974年 6月 9日出生，原河南电力学院毕业，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文化艺术金融委员会

研究员，1998年至 2007年在新嘉诚汝瓷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汝瓷及彩陶的生产和管理，主持研发生产汝

陶产品，2006年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习企业管理，2007年在上海创办“陶木坊”个人工作室，2010

年入驻国家旅游产品研发中心，并成为签约设计师。2015年回到汝州，创办、注册“汝意堂”汝瓷。今年 6

月 1日，获评第七届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邢俊杰有着大多数做汝瓷的艺人不一样的范儿。身着香灰色 T恤、头戴休闲冒、一把络腮胡是邢俊

杰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交流中发现，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但如果聊起汝瓷，邢俊杰仿佛有

说不完的话……

1996年 7月，在河南电力学院毕业后的邢俊杰到

汝州火电厂生产科上班。电厂的工作让他觉得生活很无

味，1997年 12月，年轻气盛的邢俊杰在没征得家人同

意的情况下，辞去了火电厂的工作，并在他叔叔邢根立

的邀约中，作为一名普通员工，加入到了汝州市新嘉诚

汝瓷开发有限公司。因为这事，邢俊杰与他的父亲在接

下来的三年时间里很少说话，同时，他身上也被打上了

“叛逆”的标签。

新嘉诚汝瓷开发有限公司创办于 1994年，邢俊杰

的叔叔邢根立当时投资了 300万元。由于公司的汝瓷产

品单一，市场也不看好，公司连年亏损，优秀工人流失严

重，最多时甚至还欠下了 1000多万元的外债。

“我加入新嘉诚之前就知道公司非常困难，其实有

困难对自己也是一种挑战，按部就班、慢节奏的企业工

作和生活真不是我所想要的。”邢俊杰说，来到新嘉诚汝

瓷开发有限公司，他先到车间上班，从汝瓷的成型、上

浆、试釉、烧窑等流程，一步一步学起，两年后调整到公

司的销售和设计部门。

为扭转公司亏损局面，1998年，他们在深圳考察时

发现，当地的彩陶销路很好，而公司一直做的汝瓷由于

价格偏高、实用性不强，销路长期打不开，因此决定调整

思路，生产汝陶产品。到 2002年，经过 8年努力，终于实

现了收支平衡，2003年开始盈利。公司的员工也由最困

难时的 10多人，发展到 100多人，甚至到 2004年发展

到 600多人。新嘉诚的汝瓷还被选为国礼，先后两次被

国家领导人送往日本和美国。

1 为做瓷他放弃了“铁饭碗”

2 为做好瓷他抛家弃子

邢俊杰与赵红云在 1998年结婚，此时的他刚刚进入汝瓷行业

不久，对待工作也十分上心，时常吃住都在厂里，甚至连结婚这样

的人生大事，他也只在家待了三天。

“俊杰当时就像迷到汝瓷上了，在他眼中除了汝瓷就没有别的

事情，1999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说工作忙，我没让他在

家伺候我坐月子；2005年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他在外地说等到预

产期到时再回来，可大部分孩子都在预产期前出生，当孩子出生

时，他不但没有回来，反而说反正出生了，我过两天再回来。”赵红

云说。那些年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孩子时的无助赵红云记忆深刻，不

管孩子出生、长大还是生病、入学，她都一个人撑了过来，没有一丝

怨言，全力支持邢俊杰工作。

2007年在公司鼎盛时，邢俊杰又不安分了，他独自一人去了

上海，创办了“陶木坊”个人工作室，之后又创办了“稻禾”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注册了“稻禾”商标，专门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纪念

品。2010年，因成绩斐然，邢俊杰受邀入驻国家旅游产品研发中

心，并成为签约设计师，其后，又在浙江义乌创办了工作室。

2014年，邢根立病重时，邢俊杰从上海回来，将工作的重心转

回了故乡，并在 2015年接手了新嘉诚汝瓷开发有限公司的汝瓷项

目，创办了河南弘汝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注册了“汝意堂”商标，并

获得国家商标局专利证书。

有了自己在外 7年从事设计工作的经历和对汝瓷独特的见

解，邢俊杰重新回到汝瓷之路后，其事业做得风生水起。2015年，

“汝意堂”研制的“仿古天青釉”“秘色宝石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其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城市及新西兰等国家。2016

年，“汝意堂”的汝瓷作品“象牙·荷韵”在第六届大地奖陶瓷作品评

比中荣获银奖。同年 7月，“汝意堂”的汝瓷作品获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科技创新奖，自主设计研发的“问道杯”等 38款手拉单杯造型以

及手拉壶仿古釉造型申请了国家专利，投入生产销售后，广受市场

青睐。2017年，“汝意堂”参加国际陶瓷博览会获优秀组织奖。2017

年 6月，“汝意堂”应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邀请，参加中俄文化大集，

其汝瓷作品“莲花式温碗”“水仙盆”被阿穆尔州博物馆永久收藏并

展出。

3 做一个有温度的汝瓷人

造纸与汝瓷研发，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职业，却被一个女人紧紧连在了一起。做过 10年的造纸厂管

理人员，下岗后应聘到一家民营汝瓷厂做雕刻工，因为技艺突出，后来又被另外一家民营汝瓷厂聘请为

技术总监，坎坷而又执着的从业之路，使她在汝瓷艺术的道路上不断突破自我，最后逆袭为河南省工艺

美术大师。

6月 22日下午，汝州市天地汝瓷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陈冰坐在摆满了各类素坯的车间里，凝神静气

地雕刻着一件素坯，不一会儿，脸上就沁出了细小的汗珠。记者在其工作间隙，对陈冰进行了采访。

陈冰在雕刻素坯

天地汝瓷展厅

邢俊杰深入各地取矿石原料

邢俊杰畅谈做瓷艰辛路


